
成长特刊 B1
2024年5月31日 星期五

责编：张巍 版式：刘晓云 校对：俞佳梨 电话：88585515CHENGZHANG TEKAN

特约点评老师特约点评老师：：黄黄昱晖昱晖

岳林中心小学副校长
高级教师，获宁波市首批“四有”好老师，宁波市教科研先进个人，区学科骨干，区优秀共产党员，区优秀

教师等荣誉称号。主持或执笔的多项课题在市区级获奖，参与《特级教师10堂写作课》《小学支援型习作教
学》《开心同步作文特级教案》等书籍编写，多次开设各级各类讲座、公开课。

看过来看过来，，““五一五一””劳动节主题征文优秀作品来喽劳动节主题征文优秀作品来喽！！

习作点习作点评评：：

“五一”劳动节期间，奉化小记者们围绕征文主题，积极写作，踊跃投稿，我们收到了很多学校的学生作
品。透过字里行间，我们高兴地看到大家过了一个既有意思又有意义的劳动节：

第一，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大家紧紧围绕“劳动”这一主题开展，根据不同的劳动场域，有的在家开展整
理房间、烧饭炒菜类的家务劳动；有的来到田野、农庄体验了采茶叶、摘野果、筛桃子、挖土豆等农事劳动；还
有的走进公园、社区，当起了志愿者……大家的劳动生活可谓是丰富多彩。

第二，过程真实，富有画面。大家置身于真实的劳动场景中，展开了具体的劳动实践。有的小记者把米
鸭蛋、艾草青团、立夏蛋这些传统美食的制作过程介绍得具体详实，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还满足了味蕾的
需求，节日氛围十分浓厚；有的在洗衣服、叠被子、大扫除等这些看似普通的日常劳动中get到了生活技能，家
庭成员互相合作，一派和乐融融。这些劳动的过程极具画面感，充满着浓浓的生活气息，读着很有感染力。

第三，情感细腻，意义深刻。虽然劳动本身并不轻松，但大家在劳动中找到了乐趣，明白了劳动不仅是一
种技能的学习与传承，更是增进亲情、理解生活意义的重要方式。就是这样的亲身体验，“我手写我心”，体悟
到了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真谛。相信在以后的日子里，大家会更加热爱劳动，热爱生活。

快乐劳动的下午
居敬小学103班小记者 江宸萱

今天下午，大雨即将来临，有些许闷热。爸爸、妈
妈、弟弟、奶奶和我，一起回老家山岙底去摘桑葚。

我们一人拎着一个篮子，往桑葚地走去，桑葚树上有
好多好多的桑葚，有些成熟了，有些没成熟。妈妈告诉
我，要摘黑黑的，并且虫子没有咬过的果实。我摘了一颗
尝了尝，真甜啊！接着，我尝了一颗又一颗，直到小肚子
鼓鼓的。然后我开始一颗一颗放入篮子，不一会儿就摘
满了一篮。

接着，爸爸带着我和弟弟去小河边洗手、玩水、摸
丝螺。

过了一会，奶奶也走过来了，她说要教我挖笋。因
为下过雨的路有点滑，奶奶牵着我的手让我小心走
路。我们找到了鳗笋。奶奶说，因为鳗笋长长的像鳗
鱼一样而得名。雨季的土特别松，鳗笋像快要掉了的
牙齿一样，我摇啊摇，摇啊摇，就把它掰下来了。

最后，我们带着桑葚和笋，满载而归！

制作竹子铠甲
实验小学106班小记者 竺子棋

我最喜欢《三国演义》里的英雄故事，羡慕他们可
以穿着铠甲，拿着兵器冲锋陷阵。在做竹筒饭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要用竹子给自己做一套铠甲和兵器。

说干就干，我先画好图纸，缠着爷爷带我去砍来3
根大毛竹。接着就可以在我的工具桌上开工啦。我先
固定好大毛竹，用锯子切成一段一段的，再用刀把一段
一段的竹子一分为四，削成一片一片的，然后用电钻在
竹片的两端各打一个孔，最后用绳子把它们串起来，就
是一件竹子铠甲啦。我还为铠甲配了一把竹子宝剑呢！

我穿着铠甲，提着宝剑，想象着自己是一位将军，
在千军万马中杀敌，真是太过瘾啦。 指导老师 柳琰

致敬劳动者
岳林中心小学106班小记者 沈洛歆

5月1日那天，我和妈妈一起回余姚过节。妈妈说
因为小长假很多人都休息了，所以路上很挤。果然，高
速上堵车了。我发现了好多辆救护车和警车开了过
去。前面出车祸了呀！哦，原来医生叔叔阿姨和警察
叔叔是紧急出动，他们是去救人的！

妈妈告诉我，不是所有人都能在“五一”劳动节休
息的。比如警察、医护人员、消防员、公交车司机、环卫
工人、外卖员等等，他们在“五一”假期会更加忙碌。他
们不休息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享受小长假。他们真正
地在劳动节劳动着，我的心里涌起了一阵阵敬意，他们
太辛苦了，我要向他们致敬！ 指导老师 江金歆

酸酸甜甜野果香
居敬小学201班小记者 王琬琰

姨婆家后院的山上长着许多野果子，每年“五一”
前后，这里就会有许多红色小果果探出头来，或长于路
边，或藏于山间，妈妈说这是留在她童年记忆里的味
道。于是，趁着这个“五一”假期到姨婆家做客，我带上
小篮子，和姐姐一起奔向山野，帮妈妈采摘记忆里的酸
酸甜甜。

我们沿着弯弯的山路前行，在路边的灌木丛里随
处可见星星点点的红果果。姐姐说这种红果果叫“阿
公公”，其实它的学名叫做“蓬蘽”。它的外形是圆圆
的，上面还有一层毛绒绒的软刺，有点像缩小版的草
莓，成熟的果子味道是香甜的。

我们一路欢声笑语，越往上爬，看到的红色就越
多。它们有的像一顶顶小红帽挂在高高的枝头，有的
像一个个小娃娃躲在绿叶丛里捉迷藏。可是，我发现
果子周边都长满了刺，密密麻麻，看得我心惊胆战。我
认真观察着姐姐的动作，学着她的样子小心翼翼地拨
开挡住的荆棘，用脚踩住大的枝条，再用剪刀轻轻地剪
掉小刺，终于顺利地摘到了一颗“阿公公”。我迫不及
待地尝了一口，真的是甜甜的，味道好极了！于是，我
开始四处寻找又大又红的果果。“哎呀！”由于太着急
了，我突然一个脚滑，一屁股坐在了树丛里，还被刺扎
了一下。姐姐连忙帮我把手里的小刺挑了出来，还让
我戴上手套。我强忍着疼，继续穿梭在荆棘中，把一个
个饱满的红果果放进篮子里。

一下午，我们摘了满满两篮子的“阿公公”，我蹦蹦
跳跳地拿回家和妈妈分享。虽然采摘的过程有点艰
辛，但是看到妈妈美滋滋地吃着我的劳动果实，我的心
情就像蝴蝶一样翩翩起舞，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

做米鸭蛋
岳林中心小学202班小记者 汪祺哲

今天是立夏，外婆带我们去做米鸭蛋。妈妈告诉
我，这是我们的传统习俗，我一听就来了兴趣，因为这
学期我们学了好多传统节日，了解了各种习俗，但是立
夏节做米鸭蛋，我还是第一次呢！

外婆拿着一盆刚处理好的艾草，带我们来到做米
鸭蛋的场地，这是村里一个角落里放着用石头做成的
缸一样的东西，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工具。外婆说，这叫

“捣舀”。我正想这怎么做呢，里面就出来一个人把一
大盆的糯米倒入这个石头缸里，只见这糯米热气腾腾，
那个人笑着说：“快快快，我刚出锅的糯米倒进去了，快
把你的艾草放进去搅拌均匀。”我们忙照做。外公把糯
米和艾草搅拌均匀后，就拿出一个大木槌。我拿着大
木槌，使劲地砸，每砸一次，外公就把青色的糯米团翻
个面。直到我抡得手都酸了，外婆忙接手。这样一个
一个轮着砸面团，直到面团变精道了，就可以从捣舀里
拿出来了。

然后我们把艾草面团带回家，我学着外婆的样子，
把面团揉成一个个小圆团，里面装上自己喜欢吃的馅，
有咸菜的，有芝麻的，还有松花的，一阵阵香气扑鼻。
自己揉做的米鸭蛋味道特别好，在这个劳动节里我学
会了做米鸭蛋这个新技能，在立夏这一天，也特别有仪
式感。

指导老师 王雪君

采茶叶
武岭小学201班小记者 张梦晗

春天到了，茶树长出了嫩绿的小芽。妈妈说，“五
一”假期带我去采茶叶。

“五一”假期很快到了，长假第三天我们兴高采烈
地来到了茶园。我迫不及待地跑到一棵茶树前，学着
大人的样子，用手指捏住茶叶的茎，轻轻一掐，茶叶就
被我采下来了。可是，我一不小心，把茶叶捏碎了。我
不甘心，又采了一片，这次倒是没捏碎，可是采下来的
茶叶上有很多毛毛，粘的我手上都是。妈妈说，采茶叶
的时候，要用手轻轻捏住茶叶的茎，然后用指甲一掐，
这样茶叶就能完整地采下来了。我按照妈妈说的方法
去采，茶叶果然完好无损了。

第一次采茶叶，让我体验到了劳动的乐趣，开心！
指导老师 董驻

摆摊记
实验小学209班小记者 应孟栩

“五一”假期终于来了，我的心里充满了期待和喜
悦，因为这个假期我要干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摆
摊卖橙汁。

假期的第一天，阳光明媚。一大早我就迫不及待
地拉上妈妈去市场采购材料。橙子、吸管、塑料杯、榨
汁机……我们装了满满一推车。傍晚，我和妈妈一起
早早地来到集市。集市上，摆摊的人们已经开始了他
们的准备工作。我和妈妈也快速地找到自己的摊位，
把需要的物品井井有条地摆放在桌面上。

天渐渐黑了下来，集市上的人也越来越多。半个
小时过去了，别人的摊位前都围满了人，我们的摊位却
无人问津，我一下慌了神，心里好像有十五个吊桶在打
水——七上八下。我拿起新鲜的橙子不好意思地小声
吆喝：“快来买，快来买现榨橙汁哦。”终于我们的摊位
迎来了一位带着小弟弟的阿姨。“小弟弟来一杯美味可
口的橙汁吧。”阿姨询问了价格后爽快地买下了一杯，
作为第一位顾客我还送了一个小贴纸给弟弟。后来，
我又连续卖了好几杯。

哇！终于收摊回家了，今天的收获可真不小，瞬间
让我明白了赚钱真难，劳动真辛苦！

筛桃子
凤鸣未来学校303班小记者 毛梓萱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筛桃子吗？好奇吧？今年的
“五一”假期我就体验了一次筛桃子！

“摘桃子去啰！”外公笑眯眯地喊我。我一脸惊喜：
“桃子成熟了？可以吃了？”外公神秘兮兮地眨眨眼，外
婆也笑着不说话，只是叮嘱我穿好长袖长裤。我来到
桃园，一看桃子像一个个青涩的梅子在桃叶间若隐若
现，怀疑外公带错了地方。这时，外公外婆已经边打量
边摘起了青桃，桃子不是还没有熟吗？为什么要摘掉
呢？真是奇怪。我禁不住疑惑，问外公：“这能吃？”外
公朗声回答：“今年雨水多，桃子长得密，营养不够桃子
长不大得筛掉点，这样成熟后的桃子才会又大又甜！”

“哦，原来是这样！”我恍然大悟。
我看着外公外婆如火如荼地筛桃子，感觉也蛮简

单，决定也去筛一筛桃子，我围着桃山转了一圈，终于
被我找到了一棵比较矮小的桃树，打算大展身手。外
婆叮嘱我：“不能全摘了，得看树枝上长的桃子多不多，
每根树枝得留下两三颗，少的就不能筛。”筛桃子还有
这么多讲究。我瞄准一根树枝，把树枝上多余的桃子
给摘掉，只剩下一两颗。“嘿嘿，难不倒我！”正当我暗自
骄傲时，突然手臂上感到一阵刺痛，“啊！”我害怕地尖
叫起来，只见一只虫子停在了我的胳膊上。心惊胆战
的我使劲甩胳膊，好不容易把虫子甩飞。

惊吓过后，我开始听外婆的话拉好衣袖行动起
来。才摘了几颗，我就感觉浑身都痒痒的，特别是脸
蛋，感觉有小虫子在爬，忍不住想要去抓，肯定是桃子
上的绒毛跑到我身上去了。又筛了一会儿，我感觉手
也酸了脚也酸了，浑身又累又热。筛桃子看着很简单，
真的动手做了才发现原来困难重重……

好想罢手不干，可是，当我看着外公外婆被汗水打
湿的衣服和被太阳晒得通红的脸颊，我告诉自己坚持
就是胜利，一定要筛完一棵桃树。就这样，我一边幻想
着鲜嫩多汁的桃子在我嘴巴里爆开的美味，一边努力
地筛着桃子。终于在一个小时后，我筛完了一棵桃树，
此时的我已经满头大汗，累到不行。为了到时能品尝
到自己的劳动果实，我还找了一块牌子，写上了我的大
名，挂在那棵桃树上。

写有我名字的牌子在风中微微摇晃，我似乎看到
了一个个甜蜜的桃子在向我招手！筛桃子很累，但我
的心里却很甜……

指导老师 王美赞

全家总动员
居敬小学305班小记者 袁夕涵

人逢假期精神爽！5月1日一早，我们全家吃过美
美的早餐后就迎来了一次非常应景的全家大清扫。这
次清扫可不是一次简单的家务劳动，那可是我们每个
家庭成员都要拿出“看家本领”的全家总动员呢！

“卫生将军”妈妈一马当先来到了最难打扫的“油
烟战地”——厨房，和油渍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只见她
麻利地戴上了手套、系上了围裙，拿起“绝杀武器”洗洁
精对准油渍最多的墙砖进行喷射。很快墙砖上便出现
了好多泡泡，妈妈立马用抹布一擦而净。接着，她又用

“秘密武器”——厨房清洁湿巾把油烟机和灶台擦得都
能用来照镜子了。

见厨房焕然一新，爸爸也马不停蹄地开始打扫起
客厅了。他先用手机给拖地机器人“石头”设定好了清
洗范围，然后拿起他的“专属武器”——小吸尘器，对卫
生死角展开猛烈攻击。而哥哥则把卫生间门一关，直
接甩出一句话：“这块地，我包了！”

我也不甘示弱地拿起专门让妈妈给我买的儿童小
拖把去拖自己的房间。当我打扫到书桌底下的时候，
居然发现了好多“宝藏”：有用剩下短短一截的铅笔，擦
得乌黑的小块橡皮，用过的纸巾……我把这些垃圾都
一一处理了，书桌里外一下子变得干干净净，看不到一
点灰尘了。接着，我还在床底下发现了我之前找不到
的小人书、玩具、发夹……经过一番努力后，我的小房
间已经一尘不染了。看着被自己打扫得干净又整洁的
房间，我心里不由甜滋滋的。

就这样，我们全家总动员奋斗了整整一上午。看
着窗明几净的家，爸爸不禁哼唱起他那有点跑调的歌
来：“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
功……”我们听着笑着，无比幸福和快乐。因为经历过
辛勤劳动后收获的喜悦就如同雨后彩虹一般让人沉
醉！ 指导老师 孙超群

摘豌豆
锦溪小学406班小记者 应天枫

今天是5月1日，中午天气晴朗。外公田里的豌豆
丰收啦，妈妈说豌豆的营养价值可高啦，有保护视力，
促进肠道蠕动，还有美颜的功能。回想去年外公种的
豌豆那味道可好吃啦！

很快，我们来到外公的田里。外公的田园真美
啊！田园里种满了各种蔬菜瓜果。我看见有蓝莓树、
橘树、杨梅树、桃树、梨树；还有菠菜、小白菜、葱、韭菜、
卷心菜、罗汉豆、豌豆……应有尽有，看得我眼花缭乱。

今天，我们的目标就是来摘豌豆。看着一个个豌
豆长长的、鼓鼓的，我和妹妹开始摘了起来，一不小心
摘裂了嫩绿的豆荚，藏在里面害羞的、圆滚滚的、小巧
玲珑的豆子钻了出来，真可爱。妈妈教我说：“摘豌豆
也是有技巧的，要先用一只手抓住柄，然后用另一只手
抓住豌豆，用力扯就下来了，这样摘也不会裂开。”我们
按照妈妈说的方法认真地摘起来，越摘越熟练，不一会
儿摘满了一袋，妈妈还表扬我们熟能生巧！

回到家，外婆把豌豆洗干净，放进锅里煮。不一会
儿，锅里的豌豆散发出淡淡的清香，一个个豌豆仿佛马
上就要爆开。外婆端来一碗，我迫不及待地把豌豆轻
轻地一咬，里面的豆子一颗颗进入我的嘴巴里，糯糯
的，真好吃！

劳动的快乐
凤鸣未来学校402班小记者 沈嘉敏

在这个“五一”，我体验了劳动的乐趣，跟着青团高
手太太一起制作传统美食——青团。

当我走进太太家的那一刻，一股熟悉的香味扑面
而来。我看见厨房的桌上摆满了各种食材：用艾草和
糯米粉和成的面团、香甜的芝麻馅、鲜美的咸菜笋丝
馅。太太见我们到了让我们赶紧洗手直接进入教学状
态。只见太太摘了一个小面团，熟练地做成了一个“小
碗”，往里面放了一勺芝麻馅，再用右手一点点旋转搓
和，一会就搓成了一个光溜溜的“大鸭蛋”。

我学着太太的模样先摘了一个鸡蛋大小的面团开
始搓成球，然后一掌拍下，瞬间变成了一个“饼”，我拉拉
扯扯地把这个饼使劲往“小碗”的样子靠，这个面团到了
我手上怎么就这么不听话呢，看着手里咧开嘴笑的“大
碗”，瞬间我有点小沮丧：“太太，没想到这个青团这么难
做。”太太笑眯眯地鼓励我说：“嘉敏，你比太太第一次做
的时候好多了，来，我再教你！”在太太的耐心指导下，我
渐渐掌握了技巧。劳动的过程虽然辛苦，但每当看到自
己的成果，那种满足感无法用言语表达。

不知不觉，几个小时过去了。当我们将最后一个
青团放入蒸笼时，整个厨房都弥漫着诱人的香气。我和
太太坐在厨房的角落，等待着青团蒸熟。当蒸笼打开的
那一刹那，热气腾腾，一股浓郁的香气扑面而来。我迫
不及待地夹起一个青团，那香甜的口感立刻在口中蔓延
开来，仿佛所有的劳动辛苦都在这一刻得到了回报。

品尝着自己亲手制作的青团，我感受到了劳动的
快乐。不仅是因为食物的美味，更是因为我亲手制作
的过程。那种参与感、成就感，是外食所不能替代的。

指导老师 杨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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